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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光學影像受雲層阻擋，常無法取得地面影像。而雷達衛星影像

可較不受天候之影響，取得偵測分析所需之雷達影像(SAR)。

• 以洪水溢淹、堰塞湖、崩塌地等災害，進行雷達衛星影像

種類資訊之蒐集、分析與功能評估。

• 使用多時期雷達影像對效益提升之可行性。

二、雷達衛星影像資訊蒐集、分析與功能評估

以多時期雷達影像偵測西南部荖濃溪的支流布唐布納斯溪集水區於

2017年6月豪雨事件崩塌地的範圍，主要兩處崩塌地都能辨識；且

被雲層覆蓋的區域亦能判釋出，凸顯SAR在崩塌地辨識的優點。

三、林地災害之雷達衛星影像分析判讀準則建立

雷達衛星影像偵測洪水溢淹之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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雷達衛星影像偵測崩塌地之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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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結論

• 雷達影像背向散射係數的差異就足以作為洪水溢淹的判斷指標。

• 具雙極化影像可使用RVI差異可作為快速崩塌地判釋的指標。

• 高解析度X波段單極化影像有能力直接透過背向散射係數強度

差異偵測崩塌地。

• 多時期濾波處理於保留影像空間解析度情況下，有效降低斑駁

雜訊，提高影像特徵。

• 多時期變遷分析在崩塌地有良好的偵測效果，雖需使用3張影

像，但只需較易獲得的平行極化影像（HH或VV）即可進行分

析。

• 多時變遷偵測與偏移偵測有能力做為崩塌地判釋的分析工具。


